
2023年幼儿科学教案详细(通用7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科学教案详细篇一

活动目标：

1认识老师和小朋友，减少陌生感

2愿意亲近老师并与同伴游戏感受幼儿园生活的快乐

活动准备：根据条件选择理想的场地

活动过程：

１。在操场或教室中让幼儿围成一个圈，老师先做示范：
（小朋友，我们先围一个圈。）｛我们在教室内做的／我先
让幼儿跟我读的（你们先跟老师读摇小船，摇呀摇，摇到幼
儿园，找到***）接着，老师站起来。边走边说：摇小船，摇
呀摇，摇到幼儿园，找到***当说到***的名字的时候站在他
的后面，叫到的**站起来，对周围的小朋友介绍自己“我
叫***”

活动延伸：

引导幼儿看书，体验与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游戏的快乐

幼儿科学教案详细篇二

一、摸口袋。



1、摸一摸。

师："小朋友们好，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个神奇的口袋，里面装
了些什么呢?我请小朋友来摸一摸。"(咦?哪位小朋友坐的好，
端正，我就先让你来摸摸)-引起参与活动的兴趣。

师："是橘子吗?我们来看一看。(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把橘
子拿出来。)

二、感知橘子的外形特征。

1、师："你们看过哪些颜色的橘子呀?"幼："绿色、黄色、黄
色加绿色、橘黄色。"

2、看一看：提问：(1)师："那橘子是什么样的呀?"幼："圆
圆的、扁扁的。"师："那我们把话连起来说一说好吗?"幼："
好。"师幼一起说橘子是圆圆的、扁扁的，身上还有肚脐眼和
按钮。

三、感受橘子的内部特征。

1、师："那橘子里面是什么样的呀?"(说什么的都有)

2、师："那我们把它剥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

3、师："我们先从哪一面开始剥呢

4、师："那老师来试一试看是不是从这面开始剥好剥
些。"(一边剥一边说;橘子、橘子圆圆，橘子、橘子、扁扁，
剥开黄黄的橘子皮，咋看像什么呀?【剥开橘子皮的橘子像什
么呀?】)幼："花。"师："花儿花儿开开，哎，开出了什么
呀?"幼："橘子。"师："这像什么呀?"幼："月亮、小船。

老师：恩，橘子剥开来，里面的瓤弯弯的，像月亮，像小船。



四、游戏剥橘子。

师："今天啊桌子上来了许多的橘子宝宝，它们有大、有小，
我们来开始剥吧(师："我们把剥下来的橘子皮放在盘子里
哦!"

五、大家共同分享品尝橘子酸酸甜甜的味道。

老师：哎?剥好的小朋友可以先等一下，我们等其他小朋友都
剥完了再一起吃好吗?"师："那我们来尝一尝。"老师："小朋
友们刚才都尝过了，谁来告诉我，"橘子是什么味道的啊?"幼：
"酸酸甜甜的。"

幼儿科学教案详细篇三

活动目标

1.知道萝卜和青菜都是有营养的蔬菜，能分辨红和绿两种颜
色。

2.发准“萝”(luo)、“卜”(bo)的音。

活动准备

1.教师上课用的大围兜。

2.萝卜、青菜、小卡片若干。

3.红萝卜、绿青菜实物及红房子、绿房子。

活动过程

1.教师围上围兜，兜里装着萝卜、青菜，引出红萝卜和绿青
菜。



2.观察并说说萝卜和青菜的颜色、样子，知道萝卜和青菜都
可以吃，它们都是有营养的蔬菜。

3.送红萝卜、绿青菜回家，帮助托儿分辨“红”、“绿”两
种颜色。

幼儿科学教案详细篇四

1、学习运用多种感官感知橘子的主要特征和橘子酸酸甜甜的
味道。

2、愿意参加剥橘子的活动，学习用语言讲述自己的发现。

3、体验伙伴分享的快乐。

1、每组一个小碟子，内装与本组幼儿人数相等的橘子。

2、口袋1个，若干橘子。

1、摸一摸。

师："小朋友们好，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个神奇的口袋，里面装
了些什么呢?我请小朋友来摸一摸。"(咦?哪位小朋友坐的好，
端正，我就先让你来摸摸)-引起参与活动的兴趣。

师："是橘子吗?我们来看一看。(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把橘
子拿出来。)

1、师："你们看过哪些颜色的橘子呀?"幼："绿色、黄色、黄
色加绿色、橘黄色。"

2、看一看：提问：(1)师："那橘子是什么样的呀?"幼："圆
圆的.、扁扁的。"师："那我们把话连起来说一说好吗?"
幼："好。"师幼一起说橘子是圆圆的、扁扁的，身上还有肚



脐眼和按钮。

1、师："那橘子里面是什么样的呀?"(说什么的都有)

2、师："那我们把它剥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

3、师："我们先从哪一面开始剥呢

4、师："那老师来试一试看是不是从这面开始剥好剥
些。"(一边剥一边说;橘子、橘子圆圆，橘子、橘子、扁扁，
剥开黄黄的橘子皮，咋看像什么呀?【剥开橘子皮的橘子像什
么呀?】)幼："花。"师："花儿花儿开开，哎，开出了什么
呀?"幼："橘子。"师："这像什么呀?"幼："月亮、小船。

老师：恩，橘子剥开来，里面的瓤弯弯的，像月亮，像小船。

师："今天啊桌子上来了许多的橘子宝宝，它们有大、有小，
我们来开始剥吧(师："我们把剥下来的橘子皮放在盘子里
哦!"

老师：哎?剥好的小朋友可以先等一下，我们等其他小朋友都
剥完了再一起吃好吗?"师："那我们来尝一尝。"老师："小朋
友们刚才都尝过了，谁来告诉我，"橘子是什么味道的啊?"幼：
"酸酸甜甜的。"

幼儿科学教案详细篇五

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线，缝衣服的线，打毛衣的线，电话有
线，电灯也有线。哦，原来生活中到处充满了奇妙而有用的
线!仔细观察一下，“线条”也无处不在。双手可以围成一个
圆，一根线重新摆弄一下可以形成三角形，门和窗也可以看
成由四根线构成的方形。而我们的身体呢，本身就有很多直
的，弯的线条。生活中神奇的“线条”更是无处不在。



带领孩子去探索我们周围的“惊奇一线”吧。让幼儿自己先
找找什么是“线”，发现哪里有“线”，进而转化到抽象
的“线条”的概念，看看两点之间可以形成哪些千变万化的
线条，这些线条又可以构成什么样的图案。让我们的幼儿张
开好奇的眼睛，展开想象的翅膀，去认识和体验“线”的千
变万化。

因此，在这个“惊奇一线”主题活动，将引导您和孩子们一
起进入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线”，用开放敏锐的心去感受，
用细腻的心灵去创作，在充满“惊奇”的情境中尽情享受探
索、发现和创作的乐趣。

主题目标

1.认识线并会寻找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线。

2.观察生活环境中各种线的特征，比较各种不同特征的线，
发展敏锐的观察力，感受自己动手制作和探索的乐趣。

3.学习利用线条画图，运用绳子做造型，在游戏中培养幼儿
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环境创设

第十八周

1.收集各种各样的线，如电线、天线、电话线、毛线、钓鱼
线、尼龙线、中国结线、棉线等，幼儿完成学习单“我收集
的各种各样的线”，布置成版面。

2.一同收集各种与线有关物品的照片或图片。

第十九周

1.收集各种网状物品，如纱窗、菜罩、蝇拍、羽毛球拍、渔



网、苹果包装网、发网等。

2.展示用线制成的各种物品：中国结、毛线制品、十字绣、
蜘蛛网图片，布置成“线在哪里”版面。

第二十周

展示幼儿的编织作品“爱心圈”，布置成“线条变魔术”展
板。

第二十一周

1.展示幼儿用各种线在黏贴板上通过弯曲等技能形成各种有
趣的图案、画面，布置成“和线玩游戏”的版面。

2.展示幼儿的各种线描画作品。

区域创设

一、探索区

区域负责人：__

第十八周

1.会变色的线

材料：提供颜料、水盆、各种各样的线、学习单。

指导：1)探索哪些线放入有颜色的水中会变颜色。2)探索放
入水中的各种线变色速度的快慢。

第十九周

1.好忙的蜘蛛



材料：提供蜘蛛标本或者图片，放大镜。

指导：1)指导幼儿找一找、看一看，发现探索蜘蛛的秘密;2)
指导幼儿按一定的顺序观察蜘蛛，学习科学的观察方法。

第二十周

1.神奇传话筒

材料：提供不同材料和长度的线，及其它制作传话筒的工具。

指导：1)指导幼儿根据步骤图学会制作传话筒。2)探索不同
材料和长度的线的传话效果。

第二十一周

1.会吸水的线

材料：提供各种各样的线、颜料和水。

幼儿科学教案详细篇六

1、鼓励幼儿在集体面前大胆地表述，能从名字、性别、五官
等方面介绍自己的宝宝。

2、通过游戏活动，让幼儿体验带宝宝的生活经验，激发幼儿
对父母的情感。

3、鼓励幼儿带自己的宝宝和其他小朋友的宝宝一起玩，培养
幼儿的分享意识。

幼儿带自己喜爱的宝宝。

一、律动《快快乐乐上学去》导入活动。



师：今天，你们上学还带了谁来呀？

幼（集体）：宝宝！

师：快把宝宝抱在身上坐下来。

二、介绍宝宝。

1、师：你的宝宝叫什么名字？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幼1：我的宝贝是个男孩子。

幼2：它叫维尼，是个男孩子。

幼3：我的宝宝叫小白兔，它是女孩子。

2、师：你的宝宝长的是什么样子的？

幼1：我的宝宝穿了一件蓝颜色的衣服。

幼2：我的宝宝黄黄的，它手里拿了一块手帕，是用来擦鼻涕
的。

3、师：你的宝宝喜欢吃什么？它是怎样走路的？

幼1：它是小兔，会跳（学兔子跳的动作），它喜欢吃青菜和
萝卜。

幼2：我的宝宝喜欢吃古老肉和猪蹄子。

4、师：你喜欢你的宝宝吗？为什么？

幼1：我的米老鼠很可爱，我很喜欢它。

幼2：我喜欢洋娃娃，因为她的辫子很长，穿的裙子很漂亮。



5、师：现在请小朋友把自己的宝宝介绍给客人老师听或者讲
给好朋友听。

三、带宝宝

幼1：我想带宝宝玩娃娃家。

幼2：我带宝宝玩小舞台。

幼3：我要给宝宝搭房子。

2、师：那现在就请小朋友带着自己的宝宝到各个活动区里去
玩吧！

娃娃家：有10个左右的小朋友带着宝宝在玩游戏，给宝宝做
饭，喂宝宝喝奶，让宝宝睡觉。

建构区：有4个小朋友在给宝宝搭房子和床。幼儿给宝宝搭房
子开始没有考虑空间的大小，只是自己边搭边想着搭什么样
的房子，没有想到房子比宝宝还小，宝宝住不下，后来在老
师的启发下，开始把房子进行扩大。

美工区：有5、6个小朋友给宝宝画像，情绪较好。

表演区：2个小朋友抱着宝宝在跳舞，2个小朋友把宝宝放在
椅子上，拿着话筒唱歌给宝宝听，4个小朋友抱着宝宝在看表
演。

生活区：3个小朋友在给宝宝穿衣服，用皱纹纸条系在宝宝的
脖子上做装饰。

语言区：没有小朋友带宝宝去看书。

四、活动评析



许多幼儿带来了宝宝，带来的宝宝没有相同的，大小不一。
有的是娃娃，有的是动物，幼儿都比较喜欢自己的宝宝，观
察自己的宝宝也很细心。从讲述的情况来看能围绕话题，个
别幼儿讲述比以前大胆了一些，要继续鼓励幼儿大胆讲述。
幼儿带宝宝玩得也比较专注，多数幼儿能带着宝宝在1—2个
区里玩，幼儿和宝宝之间交流的语言不太多，要鼓励幼儿多
与宝宝进行交流。整个活动中，教师允许幼儿有自己的活动
自由，充分给孩子活动的时间。

幼儿科学教案详细篇七

活动目标：

1.知道电视机的特点和用途。

2.能用完整的语言表达自己看电视的感受。

3.教育幼儿要爱护眼睛，不要长时间看电视。

活动准备：

1.电视机一台(或背投)。

2.小熊玩偶一只。

活动重点和难点：

知道电视机的特点和用途。

审美元素：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电视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朋友，小朋友们百看不厌。电视画面色彩鲜艳、形象生动，
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通过本次活动，让幼儿了解到精彩的



电视节目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让我们了解国家大事、
丰富知识、开拓视野，还教我们学会了许多本领……，也给
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知道我们在享受乐趣的同时，还要
学会保护自己的眼睛。

活动过程：

1.猜谜语，激发幼儿兴趣。

一扇玻璃窗，里面亮堂堂，演戏又唱歌，经常换花样。(电视
机)

2.引导幼儿观察电视机，了解电视机的特点。

师：请你们仔细地观察电视机，说说它是什么样子的?上面有
什么?(正方形或长方形，有荧光屏、开关、按钮等。)

师：你家有电视机吗?电视机里有些什么节目?你爸爸妈妈喜
欢看什么节目?电视机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在家里就能看新
闻，知道国内外大事，会看到各种电视节目，还可以播放碟
片等。)

3.引导幼儿讲述自己看电视的经验与感受。

师：你最喜欢看什么电视节目?为什么?你看电视节目的时候
开心吗?为什么?把你看过的电视节目讲出来告诉大家，好
吗?(引导幼儿表达、讨论。)

4.向幼儿介绍看电视的保健常识。

师：(出示小熊玩偶)小熊也喜欢看电视，可是它每天从早到
晚一直看电视，把眼睛给看坏了，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
呀?(眼睛太疲劳了。)小朋友赶紧告诉小熊，看电视的时候还
要注意什么?(向幼儿介绍：不能长时间看电视，不能离电视



机太近，看电视机时应开一盏小灯，等等。)

5.教师小结。


